
第
!"

卷!第
#

期
! !!!!!!!!!!!

光 谱 学 与 光 谱 分 析
$%&'!"

!

(%'#

!

))

*+.#-*+#*

!//"

年
#

月
!!!!!!!!!!! !

0

)

1234%52%

)6

7890

)

12347&:87&

6

5;5 01

)

31<=14

!

!//"

!

O3Q\W

>X晶体光谱和电子顺磁共振谱的理论研究

冯文林*

!

>

!吴晓轩!

!

>

!

?

!郑文琛>

!

?

*Y

重庆工学院数理学院应用物理系!重庆
!

?///,/

!!

!Y

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物理教研室!四川 广汉
!

+*.>/"

>Y

四川大学材料科学系!四川 成都
!

+*//+?

?Y

中国科学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!辽宁 沈阳
!

**//*+

摘
!

要
!

采用强场耦合图像!建立了
>&

!电子组态在三角对称中的
?,h?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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